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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大都市滨水区城市设计探索
——以重庆渝中半岛城市设计为例

一 、项目背景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3以上，山地

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一半。重庆就是位于我国中部腹地最大的

山地城市。

重庆都市区位于辖区西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城市依山傍水，

是我国著名的“山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都市区地处川东平

行岭谷地区，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贯穿全境，两江环绕，山水相

间，道路依山就势，自由伸展，建筑依山傍水，高低错落。受山体

和水系的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呈多中心、组团式布局结构，城市

总体形象呈现出鲜明的“山、水、城”交融一体、大气而磅礴的立

体城市特色。

彭瑶玲  

将高层建筑分类，产生两个制高点

至2020年的建设面积安排，以自然的地理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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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重庆都市区总体规划提出了将重庆建设成为：“一个

世界知名，富有山城江城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充满吸引力和竞争

力，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活力之都、魅力之城。”的战略目

标。 

到2020年，都市区总人口将发展到93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80万，规划城镇建设总用地820平方公里。

重庆因水而兴，因商而盛，两江滨江地区是新时期重庆城市建设

发展的重要区域，特别是两江汇合口的“金三角”地区将建成面向

西部地区和重庆市域的城市中心，同时也将成为重庆山城、江城风

貌的重要展示区。为了塑造重庆城市中心的未来形象，重庆市先后

完成了渝中半岛城市设计、江北城城市设计、南岸滨江地带城市设

计。

渝中半岛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三面环水，一面通陆。规

划范围面积为9.47平方公里，岸线长约14.3公里。

渝中半岛是重庆“山城”、“江城”风貌的典型代表，同时渝中

半岛又是重庆城市发祥地和城市商贸和金融中心，但是随着近十年

来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建筑物遮山挡水现象频繁出现。传统城市形

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城市中自然山水与城市的和谐关系受到

损伤，城市的很多特色和个性正在逐步丧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保护和塑造重庆独特的城市形象，“显山露水”，体现“山

城”、“江城”的个性，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已显得十分迫切和重

要。

渝中半岛是展现重庆城市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也是山地城市

开展城市设计最富有挑战性的地区。

现状特征：

1、 地形高差大。

2、 现状复杂。居住人口48万，人口密度5万人/平方公里 ，人

均城市用地19.73平方米。

3、 城市功能较多，按照规划，渝中半岛是未来城市中心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市级行政办公所在地、市级商业中心，朝天门

是水上客运交通枢纽。

 彭瑶玲

用计算机绘制出来的城市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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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半岛的城市设计是重庆市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

城市设计，它拉开了重庆一系列重大城市设计的序幕。在正式编制

城市设计之前，根据市政府和市规划委员会的要求，从2002年3月－

9月举行了有6家国际知名设计机构参加的国际方案征集1 ，我院凭着

对场地地形和历史人文环境的深刻认识，荣获方案征集第一名，竞

赛结束后，2003年由我院编制完成了渝中半岛城市设计正式成果，

2003年该项设计荣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

二、整体设计和控制

总体规划思路是围绕两线一面的塑造来展开，一是塑造好长江嘉

陵江环渝中半岛的水际线，二是塑造好渝中半岛从朝天门经枇杷山

到鹅岭公园、佛图关的天际轮廓线，三是塑造好天际和水际线之间

的城市景观展开面。 

根据对渝中半岛天际轮廓线、自然地形、地貌、现状肌理、用地

功能布局特点的分析，设计方案将渝中半岛分为三段八片进行规划

控制。

城市功能的优化是城市形象塑造的基础，按照“减容、增绿、留

白、整合”的规划设计原则，渝中半岛城市整体功能优化的主要内

容为“疏解居住人口、降低建筑容量、强化商业文化功能、增加绿

化开敞空间”。现状建筑面积2100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1955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减量145万平方米。现状人口48万，规划控制在

45万以内。

设计通过控制城市容量、优化城市功能，实现显山露水的目标，

保护和塑造渝中半岛江城山城风貌，体现“四面青山里，两江碧水

流，花环树绕中，鳞次见重楼。”的独特的山水城市意境“。

彭瑶玲  

在两江汇合之处，要在高楼背景前建一个新的城市入口

作为半岛的核心城区和两江另外一面的城市扩建地区

1 德国建筑设计事务所Pesch & Partner 通知 
我们: Pesch & Partner 获得该竞赛第一名。 
参见http://www.pesch-partner.de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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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大形象要素设计和控制

在总体控制基础上，通过对山城自然特征和历史文脉的分析归

纳，提炼出城市之冠、半岛之门、城市阳台、绿色通廊、休闲水

岸、城市文脉、十字金街、山城步道、轨道节点、景观环路十大形

象要素。

1．城市之冠

城市之冠塑造了赋予山城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群，丰富并强化了渝

中半岛的天际轮廓线，使之更具可识别性，结合渝中半岛的山型和

城市轮廓线的特点，以两组超高层建筑，民生城市之冠和中山城市

之冠重新构造出高低起伏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 尊重现有的山水格局，体现山、水、城三位一体的特色。

- 通过新的天际轮廓线呼应了城市地形的原有特征，将重庆这

一山城形象进一步确定与强化。

- 实现”显山露水透绿”的目标。

2．半岛之门    

据史料记载，重庆古城有十七门，九开八闭，象征九宫八卦。开

门中有八座通水，一座通陆。半岛之门是源于对古城门的联想，它

借用了现代之桥构建对外联络通道来重塑门的概念，形成增强方位

感的地标。 

半岛之门强调了城市入口的可识别性，方案采用标志性建筑、植

物造景、历史文化复兴等手法，重点设计了黄花园大桥南桥头，东

水门大桥北桥头，朝天门等六个有重要意义的半岛门户。 

3．城市阳台

城市阳台是富有山城特色的公共观景活动平台，功能类似住宅

中的阳台，城市阳台为人们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观山看江的休闲观

景场所，设计利用渝中半岛的陡崖、坡坎形成十四个面向两江的平

台，并与山城步道相联系，使之成为步行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份。

 彭瑶玲

顺着新街而盖的古色古香的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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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建成体育路、长江一路两个城市阳台的建设，为实现显山

露水创造了良好的观景点。

4．绿色通廊

古诗云：“片叶沉浮巴子国，两江襟带浮图关”，重庆渝中半岛

的空间意象可以概括为水中之叶的形象，因此在城市设计中产生了

叶脉的构思，提炼出“绿色通廊”要素。“绿色通廊”之于渝中半

岛就如同叶脉之于绿叶一样，为城市提供养份，是城市仿生学的具

体运用。 

绿色通廊建立了垂直于等高线布置的半岛绿色系统，将江景、江

风和绿色山峦引入繁华都市，以成为城中见江，江中见城显山露水

的视线通廊，方案着重设计了人民公园等七条绿色通廊，谓之为七

脉通江。

5．休闲水岸

休闲水岸源自于对水岸资源的共享理念，休闲水岸突出表现了

沿江城市的亲水性，实现了人们观江亲水的愿望，增进了山、水、

城、人的亲密关系。城市设计根据长江和嘉陵江水岸的特点，采用

不同的方式塑造沿江休闲空间。

6．城市文脉

城市文脉意在尊重城市自然地形和城市的历史格局，保持城市有

价值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要素，建设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城市空间，

方案将城市文脉的保护分为三个层次。

- 宏观层次——城市格局的保护 

- 中观层次——历史地段的保护 

- 微观层次——人文古迹的保护 

表现“城市文脉”的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洪崖洞、传统风貌区已

建成。表现“城市文脉”的湖广会馆得以恢复，周边环境已经得到

整治。

7．十字金街

十字金街强化了重庆的城市商业空间的传统。实现了空间的复合

利用和商业街道与自然景观的结合，方案将位于解放碑的大十字商

业步行街分别向东、西、南、北延伸，同时也将中心区的商贸功能

向两江江边过渡，利用解放碑地区的人防工事和地铁站、轻轨站创

造地上地下立体的商业步行区，使解放碑商贸中心的价值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挥。

8．山城步道

山城步道将城市中最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联结起来，改善了城市

户外公共空间质量，串接了历史的不同片段，成为体验城市演变发

展的时间隧道。方案设计了九条穿越半岛的步行道，将上下半城与

城市水岸紧密联系起来，并串接了半岛中的重要建筑、公共活动空

间和历史文化资源，既形成人们休闲散步的步行空间也辅助解决山

城车行交通不便的困难。 

彭瑶玲  

如今该城市在半岛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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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黄花园至七星岗、洪崖洞至东水门、渝中区水厂至石板坡

山城步道已建成。

9．轨道节点

轨道节点是在未来的朝天门、小什字、解放碑、较场口、七星

岗、两路口六个地铁站优先拓展地下空间，建设地上地下一体化的

服务和商贸设施，设立公交换乘站，开辟入口广场和社会停车场。

使地铁站成为带动周边发展的原点，成为时尚、高效服务、优雅的

环境的城市公共空间。

10．景观环路

景观环路是城市设计中串联其他九大要素的纽带，被喻为一链串

九珠。景观环路是贯穿半岛东西、辐射两江沿线并经过商贸、商务

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等重要节点的环形景观大道。他串连并组织半

岛上下半城最精华的旅游观光点，构建起半岛的景观主轴，是富有

山城街道空间情趣的林荫景观环路。 

四、 九大重要节点的设计

渝中半岛的九大重点地块的设计是对上述十大形象要素的具体运

用。对地块内的建筑空间和道路与绿化环境进行了意向性的布置，

提出了建筑群外部空间环境和形体设计构思，明确了规划管理控制

要求。 

1． 国泰电影院地块：设计立足于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综合分

析周边的环境条件，将公共绿化开敞空间布置于靠近解放碑

商业步行街一侧的原国泰电影院至来龙巷地块中，在原市公

安局地块中布置多功能文化演艺中心，地下和半地下则形成

商业空间。

2． 十八梯地块：设计突出体现了中央绿化带，利用地形高差形

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实现了城市与滨江休闲水岸的有机过

渡。

3． 人民公园地块：设计结合现状地形，从新华路平台至长江边

设计了一条景观大梯道。梯道串接了各具特色的休闲平台，

平台与解放碑地下商业街相通，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了一条从

江边旅游码头直抵繁华商业中心的游廊。

4．石板坡地块：设计以衬托枇杷山、俯览长江、复兴历史文化

为宗旨，通过彰显山体通江绿裙和传统山城形象特色，东部

结合恢复古城墙及整治危岩滑坡，规划设计主题公园及公共

设施。规划搬迁市公安局看守所。西部结合地形打造高尚山

地住宅社区。从而塑造独具山城特色，融合建筑、园林与文

化主题的渝中半岛南大门形象。

5．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地块：设计重塑桥头城市空间形象，强化

观景与景观的双重效果，赋予新的城市功能，增加办公、公

共娱乐设施，并创造面向桥头开敞的城市广场。在地块内布

置“半岛之门”的标志塔楼及延伸至大田湾体育场的绿色视

线通廊。

 彭瑶玲

半岛地理环境的介绍，明显突出山脊和两个制高点

半岛上的两个地理环境制高点应该在今后通过非常高的
高楼来作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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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花园地块：设计在黄花园大桥南桥头地块东侧地区形成开

敞的城市绿地，西侧建设一组富有韵律的塔楼。通过覆土建

筑和集中的塔楼既保证实现了城市土地开发效益，又为北区

路创造了通江的视线开敞面。

7．菜园坝地块：设计结合菜园坝城市功能的调整，以商业和休

闲娱乐为主题，对滨水区进行重新塑造。菜园坝是将半岛上

半城以及主城其他各区居民转换到滨江地带的重要节点，未

来将改造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8．朝天门地块：设计保留现有广场，对广场后侧的建筑群进行

较大改造，以标志性的高层建筑和起伏连续的水平造型，为

整个渝中半岛的山水汇聚点塑造牵引江北南岸、环水遥相呼

应城市中心商务区前沿景观。

9．大礼堂地块：对人民广场及大礼堂周边地区的环境进行总体

设计，强化其城市公共功能和开敞空间的建设，使大礼堂中

轴线和广场空间得以延续和发展，有效,合理控制其周边的

环境风貌，使之与大礼堂的整体风格相协调。

规定规划保护控制范围，加强对保护范围的建筑高度控制，使之

不影响大礼堂和人民广场的整体效果，特别是大礼堂主视面效果，

在车流、人流汇集点的观赏点留出最佳视线走廊。

五、思考与探索

1、 渝中半岛城市设计的范围达到9.47平方公里，这里山环水

抱，地形变化极为丰富，同时渝中半岛又是积淀了上百年城

市发展的老城区，该城市设计面积之大，现状之复杂在山地

城市设计实践中是前所未有的。

    渝中半岛城市设计采用了整体设计+关键要素设计+重要节点

设计的技术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出深刻体现塑造独特山

城、江城城市形象的要素，拓展了大尺度山水城市设计的方

法和理念，承袭和演绎了凯文 · 林奇关于从道路、边缘、

节点、区域、标志物把握都市意向的认识论。

2、 在渝中半岛城市设计中，为了把城市设计这种虚拟的空间语

言转换为可以用于管理的可操作的控制语言，我们尝试运用

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做法，对每一个城市设计要素进行了量

化，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控制导则，控制涉及建筑总量、建筑

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线、绿线、视角控制线、停车位

等方面。通过对城市形象的“数字化”，使城市设计在审

批、实施管理和社会监督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 渝中半岛城市设计在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进行了大胆探

索。首先通过国际方案征集，集思广益，吸纳了国际上最

先进的设计思想，然后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现场研究和深化设

计，使设计构思与开发建设实际紧密结合，从而创作出在

山地城市中心区独具特色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城市设计成

果，为设计方案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计算机绘图展示着重庆这个城市新的中心区的前景

半岛开发方案就好像植物的一片绿叶

彭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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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渝中半岛城市设计采用了专家论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工

作手段。渝中半岛城市设计先后经过了国际、国内一流专家

的3次评审，具有本地丰富实践经验的重庆市顾问专家组也

多次参与了城市设计的方案审查与讨论。同时，在报市政府

审批前还进行了方案公示和市民对话，在优化设计方案的同

时，强化了市民的规划意识，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5、 为了确保渝中半岛城市设计的顺利实施，从政策和实施机制

层面量身制定了《渝中半岛城市设计规划控制管理规定》，

市人大还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城市设计的实施。

彭瑶玲：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城市规划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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